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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教师评价标准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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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卓越教师评价标准的建立对提升我国教师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尚无完整的卓越教师

评价标准。尝试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比较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5个国家的卓越教

师评价标准。利用软件Ucinet分别对5个国家的评价指标进行中心度分析后,建构了以“专业知识”“专业

实践”和“专业素质”3个一级指标,“学科知识与教学知识”“学生心理和生理健康发展”“评估”“管理策略”

“教学技术”“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实施有效教学”“与学生、家长、同事有效沟通”“教学反思”“与家庭、社

区、同事合作”“尊重多样性,体现教学公平”“提高专业水平”12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卓越教师评价标准框架。

卓越教师评价标准的国际比较启示我们:(1)专业知识是成为卓越教师的基础;(2)专业实践是成为卓越教师

的核心;(3)专业素质是成为卓越教师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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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专业标准是评判和衡量教师教育水

平与教师职业素养的重要依据。但截至目前,
我国仅有《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

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等专业教师评价标准,且仅对教师从

业资格提出了要求,关于“卓越教师”,教育部

尚未出台相关评价标准。在教育发达的美国

和英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开展了针对卓

越教师的评价研究,并已经具备比较完善的评

价体系,其对本国教师的培养和发展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为进一步了解国际上尤其是发达

国家的卓越教师评价标准,完善我国教师质量

评估体系,持续推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本研究

拟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加拿大5个发达国家的卓越教师评

价标准进行比较,并据此建构“卓越教师评价

标准框架”。

  一、美、英、澳、新、加5国卓越教师评

价标准简述

  1989年,美国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

(NBPTS)发布题为《教师应该知道什么与能够

做到什么》(WhatTeachersShouldKnowand
BeAbleToDo)的政策文件,提出关于卓越教

师或卓越教学表现专业标准的“5项核心主

张”,这些主张成为美国卓越教师评价标准建

构的重要原则。NBPTS在“5项核心主张”的
基础上,针对语文、数学、科学等16个学科和儿

童前期、儿童中期等4个年龄段的学生制定了

相应的 卓 越 教 师 标 准。本 研 究 选 取 的 是 其

2014年 版 的《卓 越 科 学 教 师 标 准》(Science
Standards,2014)[1]。该标准共包括“了解学生”
“科学知识”等9个指标,主要针对教授14~18岁

学生的科学教师,具体见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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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英国学校培训与发展司(Training
andDevelopmentAgencyforSchools)颁布了

《教师专业标准》(ProfessionalStandardsfor
Teachers)[2]。该标准作为英国评判教师的主

要工具,是英国政府管理教师职位升迁的重要

依据。标准所设定的教师标准包括合格教师

标准、核心教师标准、高级教师标准等5个等

级,本文选取最高等级标准即高级教师标准的

指标进行分析研究。该标准包括“职业素质”
“专业知识与理解”“专业技能”3个一级指标和

“与学生的关系”“规章与制度”“评估与监督”
等16个二级指标,具体见表1所示。

澳大利亚政府在《澳大利亚2020》(Aus-
tralia2020)中承诺,让每个儿童都能接受最优

质的教育,并将提高教师质量作为基础教育改

革的优先领域[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澳大利

亚政府于2010年颁布了《澳大利亚教师专业标

准》(Australian ProfessionalStandardsfor
Teachers)[4],其理念是促成高质量的教学,为
教师质量提供全国性基准,提升教师的职业期

望和专业成就,促进建立统一的教师认证与注

册体系。该标准包括“专业知识”“专业实践”
“专业发展”3个一级指标和“了解学生及其学

习方式”“知道内容和如何教”等7个二级指标,
具体如表1所示。

新西兰教育部于1999年颁布了《专业标

准:优质教学标准———中学教师与学校所有者

标准》(ProfessionalStandards:Criteriafor
QualityTeaching-SecondarySchoolTeachers
andUnitHolders),并于2005年对其进行了

修订。该标准有助于政府发展和促进学校教

学、提高学生知识素养水平。本研究选取在新

西 兰 《中 学 教 师 集 体 协 议》(Secondary
TeachersCollectiveAgreement)中查阅到的

修订版本———《中学教师专业标准———优质教

学标准》(ProfessionalStandardsforSecondary
Teachers-CriteriaforQualityTeaching)———中

对于“经验教师”的评价标准进行研究,共包括

“专业知识”“教学技术”等9个指标[5],具体如

表1所示。

2010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发布教师绩效评

估 文 件 (Teacher Performance Appraisal,

TPA),其中定义任教时间在24个月之内的为

新手教师(newteachers),拥有安大略省公立

学校永久职位的教师为经验教师(experienced
teachers),并针对两种教师提出了不同的绩效

指标和管理要求,同时规定其能力要符合安大

略教师协会制定的《教学专业的实 践 标 准》
(StandardsofPracticefortheTeachingPro-
fession)[6]。该标准共有“致力于学生和学生学

习”“专业知识”“教学实践”等5个维度和“表现

出对所有学生的福祉和发展的承诺”“对学生

和学生的学习负责”等16项二级指标,具体如

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不同国家的卓越教师标准既

有共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美国和新西兰

并未设置一级指标,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

虽设置有相同的一级指标———专业知识,但所

对应的二级指标却不尽相同,因此还需进一步

分析研究。
表1 美、英、澳、新、加5国卓越教师标准具体内容

国家 标准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美国
《卓越科学
教师标准》

无
(1)了解学生;(2)科学知识;(3)课程与教学;(4)评估;(5)学习环境;(6)家庭和
社区的伙伴关系;(7)提高专业水平;(8)多样性、公平、公正和道德;(9)反思

英国
《教师专
业标准》

职业素质 (1)与学生的关系;(2)规章制度;(3)沟通与合作;(4)个人职业发展

专业知识
与理解

(1)教与学的理论知识;(2)评估与监督;(3)学科和课程;(4)教学技术(语言、计
算和通信技术);(5)学生的学习成就与差异;(6)学生的健康和幸福感

专业技能
(1)教学计划;(2)教学;(3)评价、监督和反馈;(4)教学总结;(5)学习环境;(6)
合作精神

澳大利亚

《澳 大 利 亚
教 师 专 业
标准》

专业知识 (1)了解学生及其学习方式;(2)知道内容和如何教

专业实践
(1)计划并实施有效的教与学;(2)创建并维护支持性和安全性的学习环境;(3)
评估,提供反馈并报告学生的学习情况

专业发展 (1)参与专业学习;(2)与同事、父母/监护人和社区进行专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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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国家 标准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新西兰

《中学教师
专业标准
———优质
教学标准》

无

(1)专业知识;(2)专业发展;(3)教学策略;(4)学生管理;(5)学生学习动机;(6)
毛利语教育;(7)有效的沟通;(8)支持同事并与其合作;(9)对学校作出更广泛
的贡献

加拿大

《教 学 专 业
的 实 践 标
准》

对学生和
学生的

学习负责

(1)表现出对所有学生的福祉和发展的承诺;(2)专注于教学并促进学生的学习
和成绩提升;(3)平等对待和尊重所有学生;(4)提供一个学习的环境,鼓励学生
成为解决问题的人、决策者、终身学习者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的贡献者

专业知识

(1)知道学科主题、安大略省的课程以及与教育有关的法规;(2)知道各种有效
的教学和评估方法;(3)知道各种有效的课堂管理策略;(4)知道学生如何学习
以及影响学生学习和成就的因素

教学实践

(1)利用专业知识和对课程、法律、教学实践及教室管理策略的理解,促进学生
的学习和成绩;(2)与学生、父母和同事进行有效的沟通;(3)对学生的进步进行
持续评估,并定期向学生及其父母报告成绩;(4)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反思,同时
利用各种资源适应和完善自身的教学实践;(5)在教学实践中和履行相关专业
职责时使用适当的技术

领导力与社区
(1)与其他教师、同事合作,在教室和学校中建立与维护学习社区;(2)与专业人
士、家长和社区成员合作,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学习成绩和推进学校项目

持续的专业
学习

(1)持续进行专业学习,并将其应用于改善自身的教学实践

  

二、卓越教师评价标准的国际比较

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教
育资源在国际间得以合理与充分地分配,教育

要素在国际间加速流动与共享,教育交流在国

际间更加频繁与平常,不同国家对于卓越教师

的标准也形成了一些共识。这些相同的指标

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国家标准中,称为指标共

现,而要得出这些共现指标的重要性,最常用

的研究方法就是社会网络分析法。社会网络

分析法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主要

针对社会网络中的个体与整体进行网络性分

析,通过将个体的属性特点进行量化研究,获
得个体在整体中的重要程度[7]。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进行某一领域的热点

研究时,常使用关键词共现分析法,计算不同

关键词的中心度,从而得出研究热点和趋势。
本文尝试借鉴此种方法,得出上述5国卓越教

师标准的重要指标,进而构建卓越教师评价标

准框架。具体为,以表1中美、英、澳、新、加5
个国家的卓越教师标准二级指标为研究对象,
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各个指标在5个国

家标准中的共现频次进行统计,构建指标共现

矩阵,画出卓越教师标准指标网络图;第二阶

段,通过对各个共现指标的中心度进行分析,
得出5个国家卓越教师标准中的重要指标。

(一)5国卓越教师标准的指标分析

为了能够量化各个指标在5个国家标准中

的重要程度,分析指标之间的关系,得到卓越

教师标准指标共现网络,将分为3个步骤进行

分析研究,分别是:(1)卓越教师标准共现指标

统计;(2)卓越教师标准共现指标矩阵建构;(3)
卓越教师标准指标网络建构。

1.卓越教师标准共现指标统计

将表1中5个国家的卓越教师标准中共计

57个二级指标进行编码整合,统计相同的指

标。如:将美国的“学习环境”、英国的“学习环

境”、澳大利亚的“创建并维护支持性和安全性

的学习环境”和加拿大的“提供一个学习的环

境,鼓励学生成为解决问题的人、决策者、终身

学习者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的贡献者”这4个

指标进行统计,并将其统称为“创设良好的学

习环境”,出现频次记为4次,表示在5个国家

的标准中有4个包含“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这
一指标。对所有指标均采取类似操作,最后整

合得到20个不同的指标,具体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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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卓越教师标准指标频次

序号 指标 频次(百分比) 序号 指标 频次(百分比)

A1 学科知识与教学知识 5(100%) A11 教学技术 2(40%)

A2 实施有效教学 5(100%) A12 学生心理和生理健康发展 2(40%)

A3 与家庭、社区、同事合作 5(100%) A13 管理策略 2(40%)

A4 提高专业水平 5(100%) A14 与学生的关系 1(20%)

A5 评估 4(80%) A15 规章制度 1(20%)

A6 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 4(80%) A16 教学计划 1(20%)

A7 了解学生 3(60%) A17 学生学习动机 1(20%)

A8 尊重多样性,体现教学公平 3(60%) A18 毛利语教育 1(20%)

A9 教学反思 3(60%) A19 对学校作出更广泛的贡献 1(20%)

A10 与学生、家长、同事有效沟通 3(60%) A20 对学生的学习与成绩负责 1(20%)

  表2中的A1、A2、A3、A4这4个指标的频

次最高,达到了100%,说明它们在5个国家的

标准中均有体现,而A14—A20,各频次占比只

有20%,说明这7个指标只存在于某一个国家

的标准中。通过表2可以粗略看出某些指标的

重要性,但并不能看出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
因此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2.卓越教师标准共现指标矩阵建构

为了构建共现指标网络图,需要首先建立

共现指标矩阵。将表2中各个指标的频次导入

Ucinet中进行操作,得到20×20的指标共现

矩阵。矩阵值为指标共现频次。如:矩阵中的

第一列第二行的数字“5”,即代表5个国家标准

中均同时含有A1指标和A2指标。具体结果

见表3所示。

表3 卓越教师标准指标共现矩阵

指标 A1 A2 A3 A4 A5 A6 A7 ……

A1 5 5 5 5 4 4 3
A2 5 5 5 5 4 4 3
A3 5 5 3 5 4 4 3
A4 5 5 5 5 4 4 3
A5 4 4 4 4 4 4 3
A6 4 4 4 4 4 4 3
A7 3 3 3 3 3 3 3
……

  注:限于篇幅,本表仅显示部分矩阵,即仅列举了前7个指标。

3.卓越教师标准指标网络建构

将表3中的指标共现矩阵导入 Ucinet中,
利用Netdraw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如图1所

示的卓越教师标准指标共现网络。

图1 卓越教师标准指标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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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指标共现网络图反映了各指标之间的

关联程度,越靠近中心的指标表明其与其他指

标的关联越密切。如图1中,“提高专业水平”
“实施有效教学”等指标处于整个图谱的中心

位置,表明它们与其他指标的关联程度最大,
属于重要指标。“毛利语教育”“学生学习动

机”“对学校作出更广泛的贡献”等则处于图谱

的边缘位置,表明与其他指标关系不紧密,是
非重要指标。此外,由图1可见,各指标的大小

和颜色存在差异,表明各个指标的中心度也存

在差异,下文将对此加以详细说明。

(二)5国卓越教师标准共现指标中心度比较

为了描述指标共现网络图中各个指标的

重要程度,本研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的中

心度分析进行处理。在社会网络分析法中,用
中心度来描述网络中节点的强度。不同的计

算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中心度,主要有点度中

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3种[6]。利用

Ucinet对预处理后的卓越教师标准指标共现

矩阵进行计算,得到每个共现指标的中心度数

值,具体见表4所示。

表4 卓越教师标准指标中心度数据

序号 B C D 序号 B C D

A1 19 6.618 19 A11 16 0.818 22
A2 19 6.618 19 A12 16 0.818 22
A3 19 6.618 19 A13 16 4.000 22
A4 19 6.618 19 A14 13 0 25
A5 16 0.818 22 A15 13 0 25
A6 16 0.818 22 A16 13 0 25
A7 13 0 25 A17 8 0 30
A8 16 0.818 22 A18 8 0 30
A9 16 0.818 22 A19 8 0 30
A10 19 6.618 19 A20 13 0 25

       注:B表示点度中心度,C表示中间中心度,D表示接近中心度。

  1.点度中心度比较

点度中心度在本文中指某个指标在指标

共现网络中所拥有的连接数目,也表示该指标

与其他指标共同出现在某一个国家标准中的

次数。如:在表4中,A1(学科知识与教学知

识)的点度中心度为19,表明该指标与其余19
个指标都曾同时出现在某个国家的卓越教师

标准中;A17(学生学习动机)的点度中心度为

8,表示它只与指标共现网络中的8个指标同时

出现在某个国家的卓越教师标准中。点度中

心度的高低代表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越高表

明越重要。因此,依据点度中心度,A1(学科知

识与教学知识)、A2(实施有效教学)、A3(与家

庭、社区、同事合作)、A4(提高专业水平)、A10
(与学生、家长、同事有效沟通)5个指标为最重

要指标,A5(评 估)、A6(创 设 良 好 的 学 习 环

境)、A8(尊重多样性,体现教学公平)、A9(教
学反思)、A11(教学技术)、A12(学生心理和生

理健康发展)、A13(管理策略)等7个指标为次

重要指标。图1中,指标的形状大小不同是因

为指标的点度中心度不同。点度中心度越高,
指标的形状越大,其中蓝色指标的点度中心度

最高,黑色次之,其余颜色指标的点度中心度

则更低。

2.中间中心度比较

中间中心度在本文中指上述指标共现网

络中某个指标影响其他指标出现在同一国家

卓越教师标准中的能力,它反映某一指标与其

他指标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一指标对整个指标

网络的控制能力。从表4可知,A1(学科知识

与教学知识)、A2(实施有效教学)、A3(与家

庭、社区、同事合作)、A4(提高专业水平)和

A10(与学生、家长、同事有效沟通)的中间中心

度最高,表明这5个指标在指标共现网络中影

响其他指标是否共现的能力很强,是指标共现

网络的核心,对网络的控制能力最强。

3.接近中心度比较

接近中心度是衡量指标共现网络中的某

个指标不受其他指标影响的能力。在本文中,
接近中心度表示该指标与其他指标共现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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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接近中心度越大,表示该指标越不容易受

其他指标影响,即越脱离网络的中心,与其他

指标共现的概率越低。如:A17(学生学习动

机)、A18(毛利语教育)和 A19(对学校作出更

广泛的贡献)这3个指标的接近中心度最大,表
明与其他指标共同出现的概率很小,在5个国

家的卓越教师标准中这些指标更为独立,更适

应本国的要求,不被其他4国所采纳。

4.指标中心度归一化比较

每一个指标的3种中心度表现不同,不同

大小的中心度所表示的含义也不同。为了同

时比较各个指标的3种中心度,使指标的重要

程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得到呈现,本研究将每个

指标的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

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即:将表4中B、C、D所对

应的每一数值除以本列的最大值,并画出折线

图,以突出各个指标的重要性。图2即为处理

后的结果。通过图2可以发现,A1(学科知识

与教学知识)、A2(实施有效教学)、A3(与家

庭、社区、同事合作)、A4(提高专业水平)和

A10(与学生、家长、同事有效沟通)5个指标的

3个中心度数据均表示其在指标共现网络中居

于中心地位,但A13(管理策略)的点度中心度

和中间中心度较高,接近中心度也较高,表明

该指标影响其他指标出现的能力较强,受其他

指标影响较弱。A5(评估)、A6(创设良好的学

习环境)、A8(尊重多样性,体现教学公平)、A9
(教学反思)、A11(教学技术)和A12(学生心理

和生理健康发展)这几个指标的点度中心度较

高,中间中心度较低,表明它们在指标共现网

络中处于重要地位,但影响力不高,即在某几

个国家的卓越教师标准中较为突出但与其他

指标的关联性不强。

图2 卓越教师标准指标中心度归一化结果

三、卓越教师评价标准框架建构

综合上述指标共现网络以及指标中心度

比较后,可以得到5个国家卓越教师标准中最

重要的5个指标,即:(1)学科知识与教学知识

(A1);(2)实施有效教学(A2);(3)与家庭、社
区、同事合作(A3);(4)提高专业水平(A4);(5)
与学生、家长、同事有效沟通(A10)。次重要的

7个 指 标 为:(1)评 估 (A5);(2)管 理 策 略

(A13);(3)学生心理和生理健康发展(A12);
(4)教学反思(A9);(5)尊重多样性,体现教学

公平(A8);(6)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A6);(7)
教学技术(A11)。

本研究将上述12个指标作为建构卓越教

师标准框架的二级指标。对二级指标进行归

类整理,最终得到“专业知识”“专业实践”和
“专业素质”三大维度。具体为:根据聚类分析

的方法,将“学科知识与教学知识”和“学生心

理和生理健康发展”归为一类,由于其所描述

的都与教师的知识层面相关,故将其归于“专
业知识”;“实施有效教学”“评估”“管理策略”
“与学生、家长、同事有效沟通”“创设良好的学

习环境”“教学技术”和“教学反思”归为一类,
由于其所描述的都与教师的教学实践相关,故
将其归于“专业实践”;“提高专业水平”“与家

庭、社区、同事合作”和“尊重多样性,体现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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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归为一类,由于其描述的均与教师职业

道德和专业发展方面的要求相关,故将其归于

“专业素质”。最终,建构了如表5所示的“卓越

教师评价标准框架”(以下简称“框架”)。
表5 卓越教师评价标准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容

专业知识
(1)学科知识与教学知识

要求教师具备超越课堂内容的知识,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
法知识

(2)学生心理和生理健康发展 具备儿童心理学和认知发展理论知识,对儿童的福利政策有所了解

专业实践

(1)评估
了解各种评估方式,会熟练运用各种评估工具进行准确评估,并提
供有效的反馈

(2)管理策略
建立课堂纪律框架,利用一系列的管理技术和策略促进学生的自我
管理

(3)教学技术
掌握语文、算数和信息通信技术,并能熟练运用于课堂中,扩大学生
的学习范围

(4)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
创建具有包容性的、有吸引力的学习环境,并保证其安全性,建立校
内与校外的联系

(5)实施有效教学
设定具有挑战性的教学目标,依据学生当前的发展状况和知识储备
设计教学,创建丰富的课程资源,运用合适的教学策略实施教学

(6)与学生、家长、同事有效沟通
与学生进行情感沟通;向家长及时传递学生的学习成就和进步情
况;与同事沟通教学实践方法,引领同事促进学生学习

(7)教学反思
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反思,运用工具记录自己的教学实况,评估和反
思自己的教学,依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改进教学实践

专业素质

(1)与家庭、社区、同事合作
让家长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与社区联系,组织开展校外活动;与同
事合作,互相改进教学

(2)尊重多样性,体现教学公平
尊重学生的社会背景、文化、学习方式,在实施教学时保证每一名学
生都参与到学习活动中

(3)提高专业水平
积极参与专业学习,在与同事的合作中实现专业发展,改进教学
实践

  四、5国卓越教师评价标准对我国卓越

教师培养的启示

  目前,我国对优秀教师的评价还存在一定

的行政性和单向性,衡量标准也较为单一。国

内不少学校在评价教师时,仍然十分看重教师

的资历和学生成绩,而忽视教师的发展和教学

过程,导致教师发展意识淡薄,教师素养难以

有效提升。比较国际上一些教育发达国家的

卓越教师评价标准,为我国的卓越教师培养提

供了如下启示:
(一)专业知识是成为卓越教师的基础

比较美、英、澳、新、加5个发达国家的卓越

教师评价标准后建构的“框架”,明确将“专业

知识”作为卓越教师评价标准的第一大指标,
表明专业知识对于一名卓越教师而言,是最基

础、最根本的素质。叶澜教授曾指出,具备专

门的学科性知识是教师的基本专业素养,教师

应对学科知识有着广泛而准确的理解,并且对

学科的发展历程有着一定的认识和见解[8]。学

者毕景刚认为,卓越教师应具备“丰富的知识

结构”,精深的专业知识是我国对卓越教师的

一项基本要求[9]。“框架”要求卓越教师能在教

学中给予学生超越课本内容的知识,对所教授

的学科知识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还应具备一

定的有关儿童心理和生理的知识,以帮助学生

在成长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素质,
能够积极健康地发展。

因此,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在制定卓越教

师评价标准时,首先应对卓越教师的专业知识

提出要求。在师范生培养和一线教师培训中,
应更加强化教育理论和学科知识的学习与掌

握,要求教师储备超出教学课本的知识,注重

构建教学知识结构,同时还要深入学习儿童心

理学,了解儿童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
(二)专业实践是成为卓越教师的核心

在具备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如何将深厚的

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运用于实践,能够体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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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名卓越教师的核心能力。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针对卓越教师的实践能

力,构建了“卓越教师教学能力标准”(以下简

称“标准”)。“标准”包括3个一级维度和12个

二级维度,其中一级维度为教学设计、教学实

施和 评 价,二 级 维 度 则 是 对 一 级 维 度 的 细

化[10]。该“标准”要求卓越教师根据课程标准

和育人目标确定学习目标,设计指向核心素养

的学习体验,为学生营造以学习为中心的课

堂,强调创设良好的课堂环境,综合使用过程

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学

生。相对于“标准”而言,“框架”对卓越教师的

实践能力要求更加全面,从评估、课堂管理和

教学技术等7个方面对卓越教师提出了要求,
而这7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流程。其

整体的逻辑结构是:卓越教师通过创设良好的

学习环境,利用多种教学技术和课堂管理策略

进行教学设计和开展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

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反

馈给学生和家长,与其进行有效的沟通,同时

在与同 事 的 沟 通 交 流 中 反 思 和 改 进 自 己 的

教学。
借鉴国际上对卓越教师的专业实践要求,

我国也应对卓越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更加多

元化的要求,并实施全方位的教学实践培训活

动。如:开展课程资源开发和教学策略制定等

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卓越教师的教学设计能

力;构建多方面的合作关系,使卓越教师成为

连接校内与校外的桥梁,为学生提供更为广阔

的学习空间;实施评估类的专业培训,增进卓

越教师的评估能力,从评估类型到评估工具,
让卓越教师能够真正理解评估的作用,并学会

如何利用评估结果帮助学生提升学习效果。
(三)专业素质是成为卓越教师的前提

作为一名卓越教师,开展教学实践的前提

应是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具备优良的专

业素质。“框架”针对专业素质提出了3点要

求:(1)提高专业水平;(2)与家庭、社区、同事合

作;(3)尊重多样性,体现教学公平。其中前两

点是关于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升,第三点则是对

于教师职业道德的要求。学校改革专家李特

(Little)认为,教师之间的合作是指教师结成团

队,通过分享彼此的教学经验,提供反馈、协助

等方式,改 善 教 学,以 此 促 进 教 师 的 专 业 发

展[11]。“框架”中,“提高专业水平”的途径之一

就是与他人(同事)开展合作。在专业能力提

升过程中,能公平公正地实施教学也是卓越教

师的必备素质。获得美国2017年“年度教师”
称号的西德妮·查菲提出,教师要尊重每一个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探索的权利,这是教师在开

展教学活动前就应该具备的公平教学理念[12]。
这正是“框架”中所要求的卓越教师应具备的

道 德 素 养———尊 重 学 生 多 样 性,体 现 教 学

公平。
借鉴国际上对卓越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

我国在卓越教师培养中,应设置教师专业发展

课程,并提出让不同学校的教师成立合作小组

完成课程任务,目的是促进其树立终身学习的

理念和合作意识。此外,还需强调教师职业道

德的培养,使其在提高专业能力的同时遵守和

提升职业道德,始终在教学中保证教学的公平

公正性,尊重每一个学生。

五、结语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其中提出的第七项战略任务即

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13]。
当前,我国正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施行“卓越教

师培养计划2.0”,以培养一批教育情怀深厚、
专业基础扎实、勇于创新教学、善于综合育人

和具有终身学习发展能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

新型中小学教师[14]。卓越教师评价标准是提

升教师质量的重要依据,也是培养卓越教师的

关键。本研究基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加拿大5个发达国家的卓越教师标准而建

构的“卓越教师评价标准框架”,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各国对卓越教师的共同要求,体现了卓

越教师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为我国卓越教师的

培养提供了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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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establishmentofexcellentteachersevaluationstandardisofgreatsignificanceinimpro-
vingthequalityofteachersinChina.Currently,thereisntacompletestandardforexcellentteachers
inChina.Therefore,thispaperattemptstousesocialnetworkanalysistoanalyzeandcomparethe
standardsofevaluatingexcellentteachersinthefivecountriesoftheUnitedStates,theUnitedKing-
dom,NewZealand,AustraliaandCanada.UsingthesoftwareofUcinettoconductthecentralityanaly-
sisofthefivestandardindicators,anexcellentteacherevaluationstandardframeworkisconstructed,
consistingofthreefirst-levelindicatorsand12second-levelindicators.Thefirstlevelindicatorsare
professionalknowledge,professionalpractice,andprofessionalattributes.Thesecond-levelindicators
include:subjectknowledgeandteachingknowledge;teachingpractice;cooperationwithfamily,com-
munity,andcolleagues;improvingprofessionallevel;effectivecommunicationwithstudents,parents
andcolleagues;assessment;managementstrategy;commitmenttothedevelopmentofstudentspsy-
chologicalandphysicalhealth;teachingreflection;respectofdiversityandequalityinteaching;estab-
lishingagoodlearningenvironment;useofliteracy,numeracyand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
nologyinteaching.Drawingontheevaluationstandardsofexcellentteachersintheworld,thetraining
ofexcellentteachersinChinacanstartfromthefollowingthreeaspects.Firstly,professionalknow-
ledgeisthebasisofbecominganexcellentteacher.Secondly,professionalpracticeisthecoreofbe-
cominganexcellentteacher.Thirdly,professionalattributesaretheprerequisiteforbecominganex-
cellentteacher.
Keywords:excellentteacher;teacherdevelopment;professionalknowledge;professionalpractice;pro-
fessionalquality;socialnetwork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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